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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选择20世纪30至90年代，依不同时段
，就社会制度大变革与农民的婚育行为、家庭结构规模及生存条件变动的相互关系作出阐述，从中显
示出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把因和果，制度和政策、环境等问题联结在一起，作了极好的论述，既具
有实践价值，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探索。
　　书中讨论的着眼点是冀南农村，但社会制度的变动与华北乃至全国都是相同的，所以透过这个点
的剖析，对考察华北和全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将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历史学方法与人口学方法相结合研究婚姻家庭行为是王跃生治学的一
大特点。
本书将所考察的对象从时间上分为土地革命之前、土地改革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以及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来四个时期，这样的分期是得当的，充分展示和体现了社会变革的过程和各相关阶段，
所得出的颇具说服力的若干结论，相信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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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3．土改前的华北农村，在财产继承和分家方式等重要家庭事务上，起支配作用的是传统民俗而
不是新式法律    虽然1929年生效的新民法赋予男女同等的继承权，但它对农村社会继承行为并没有产
生明显影响。
费孝通在1936年江村调查研究中指出：就这个村子而论，虽然新法律已颁布七年，我尚未发现向这一
方向发生任何实际变化的迹象。
实际上岂止是江村，华北农村也基本上沿袭着父系单系继承原则。
根据黄宗智的研究，在华北地区，直到40年代(20世纪一笔者注)，村庄里财产继承的原则还是原来的
一套。
这一原则适用于土地和几乎所有其他的不动产，特别是住宅，以及所有的动产和农具、家具和耕畜，
只有明确属于个人所有物的东西除外，如妇女的嫁妆和她个人的零花钱，夫妇的卧房用品和个人的衣
物。
或者说，农村社会中真正的分家仍是诸个兄弟按“股”分割祖遗财产，姐妹无论出嫁与否，均不能作
为一股参与分配。
这些都表明，法律对家庭男女成员继承权的普遍维护并没有被农村民众所接受，习俗的力量仍占主导
地位。
    4．农村社会的管理仍以传统方式为主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治理方式同清朝一样，乡村社会基本上
是自我管理，或者至多是政府指导下的民间管理——乡村自治。
宋代以降，中国的村庄曾设有保甲组织，它主要负责社会治安、清查户口等工作，并不参加经济管理
活动。
明清时期还在村落中建立里甲组织，负责调查田粮丁口，编制赋役册等。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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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选择20世纪30至90年代，依不同时段，就社会制度大变革与农民的婚育行为、家庭结构规模
及生存条件变动的相互关系作出阐述，从中显示出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把因和果，制度和政策、环
境等问题联结在一起，作了极好的论述，既具有实践价值，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探索。
    书中讨论的着眼点是冀南农村，但社会制度的变动与华北乃至全国都是相同的，所以透过这个点的
剖析，对考察华北和全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郭松义    将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历史学方法与人口学方法相结合研究婚姻家庭行为是王跃
生治学的一大特点。
本书将所考察的对象从时间上分为土地革命之前、土地改革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以及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来四个时期，这样的分期是得当的，充分展示和体现了社会变革的过程和各相关阶段，
所得出的颇具说服力的若干结论，相信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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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选择20世纪30至90年代，依不同时段，就社会制度大变革与农民的婚育行为、家庭结构规模
及生存条件变动的相互关系作出阐述，从中显示出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把因和果，制度和政策、环
境等问题联结在一起，作了极好的论述，既具有实践价值，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探索。
　　书中讨论的着眼点是冀南农村，但社会制度的变动与华北乃至全国都是相同的，所以透过这个点
的剖析，对考察华北和全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